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
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该路主要以南海为
中心，起点主要是广州，所以又称南海丝绸之
路。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
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
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

在陆上丝绸之路之前，已有了海上丝绸之
路。自汉朝开始，中国与马来半岛就已有接
触，尤其是唐代之后，来往更加密切。作为往

来的途径，最方便的当然是航海，而中西贸易
也利用此航道作为交易之道，这就是我们所称
的海上丝绸之路。海上通道在隋唐时运送的
主要大宗货物是丝绸，所以大家都把这条连接
东西方的海道叫作“海上丝绸之路”。到了宋
元时期，瓷器的出口渐渐成为主要货物，因此，
人们也把它叫作“海上陶瓷之路”。同时，还由
于输入的商品历来主要是香料，因此也把它称
作“海上香料之路”。 据《人民日报》

“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演变

德国人“发明”“丝绸之路”
连接中国与西方的“丝绸之路”在中国家喻户晓，随着“一带一

路”战略构想的推进，“丝绸之路”更是受到世界的关注。你知道“丝
绸之路”名称是谁“发明”的吗？古代的“丝绸之路”是啥样的？今
天，我们来为您解惑。 ▋许心怡

名称是德国人“发明”的

“丝绸之路”这个名称是100多年前一个德国人的“发明”，他的
名字叫费迪南·冯·李希霍芬。

李希霍芬于1833年在卡尔斯鲁厄出生。自幼就对地质学着迷的
他毕业于柏林大学的地质学专业。大学毕业后，他渴望前往他认为极
富探索价值的东亚。在1860年到 1862年之间，李希霍芬曾在亚洲的
许多地方，如锡兰、日本、台湾、印尼、菲律宾、泰国和缅甸等地旅行。
1868年到1872年间，他转到中国做了七次远征。

1873年，李希霍芬回国，先后出任柏林国际地理学会会长、柏林大学
校长、波恩大学地质学教授、莱比锡大学地理学教授等。他用后半生大
部分精力撰写了一部5卷鸿篇巨著：《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
的成果》。正是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第一卷中，李希霍芬首次提出
了“丝绸之路”的概念，并在地图上进行了标注。这一术语后来被广泛
采纳。他还最早提出了中国黄土的“风成论”，以及“五台系”和“震旦
系”等地层术语。

起自中国古代都城长安

传统的丝绸之路，起自中国古代都城长安（今西安），经中亚国
家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而达地中海，以罗马为终点，全长
6440公里。这条路被认为是连结亚欧大陆的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交
汇之路，而丝绸则是最具代表性的货物。数千年来，游牧民族或部
落、商人、教徒、外交家、士兵和学术考察者沿着丝绸之路四处活动。

随着时代发展，丝绸之路成为古代中国与西方所有政治经济文化往
来通道的统称。有西汉张骞开通西域的官方通道“西北丝绸之路”；有北
向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进入中亚的“草原丝绸之路”；有西安到成
都再到印度的山道崎岖的“西南丝绸之路”；还有从广州、泉州、杭州、扬州
等沿海城市出发，从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远达非洲东海岸的海上贸易
的“海上丝绸之路”等。

敦煌石窟、张掖丹霞地貌、西北“魔鬼城”这些丝路上著名景观
吸引大量游客。

“丝绸之路”始于史前时期
考古学专家王巍通过大量史实告诉人们：

“丝绸之路应始于史前时期。”
王巍说，距今 5000 年至 4500 年，西亚地

区发明了冶金术，以及培育出了绵羊、黄牛、小
麦等一些种植养殖种类。而这些东西，通过河
西走廊，传入了中原。其间，居住在中亚到新疆
地区中部及以北的安德罗诺文化的人们，成为
了连接黄河流域和西亚地区交流的重要媒介。

春秋时期，西域地区活跃着乌孙、月氏等

部落，他们将西亚出产的玻璃器和欧亚草原风
格的青铜器传入了中原。

那么中国的丝绸是何时传入西域的呢？
据王巍估计，在西周时期，中国的丝绸就通过
河西销往西域，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丝绸已
经成为西域乃至西亚最受欢迎的产品，并有可
能已经到达地中海沿岸。而大家所熟知的张
骞出使西域，并不是丝绸之路的开始，而是开
启了古代东方与西方交流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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